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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杨占杰带

领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工委委员，进机关、到企业、

下农村，调研我县“七五”普法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县应急管理局、宝丰酒业、法制公

园、肖旗乡朱洼村，实地察看普法教育宣传展板、宣传片、

法律知识阅览室，查阅普法档案资料，详细了解我县普法

教育、普法档案资料收集整理、法制宣传阵地建设等普法

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在县司法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听

取了县司法局、信访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就全县“七五”普

法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七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我县紧紧围绕推进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以提高全社会法治

素养为目标，以“法律八进”为载体，大力推进全县普法教

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杨占杰对全县“七五”普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

望相关单位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围绕“四强县”建

设做好法律宣传。二要突出重点重心，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法、遵法、守法，向群众延伸，达到全民普法。三要创

新普法形式，整合普法资源，完善普法机制，提升普法实

效，增强工作合力，通过有力有效的普法手段，推动全民

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提升法治宝丰建设水平。

（李洪昌）

县人大调研组调研“七五”普法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4月14日下午，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红

旗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当前小麦病虫

害防治工作。

在赵庄镇任寨村小麦高产创建示范方的麦田里，王红旗

察看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详细了解当前防治情况。

王红旗要求，目前，小麦病虫害防治已经到了关键时

期，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

植保部门要加强监测，及时发布病虫信息，指导农民科学

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有关部门要通过电视、报纸等，宣

传病虫害防治知识，让农民及时掌握病虫害防治知识，并

主动组织农民群众积极防治小麦病虫害，将病虫害带来的

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薛现涛）

王红旗到赵庄镇察看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

当前，正值疫情防

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关键时期。连日

来，不少爱心企业、组

织和爱心人士积极捐

赠防疫物资，用行动诠

释社会责任与担当，为

彻底战胜疫魔贡献一

份力量，彰显了满满的

正能量。

在得知高三学生

复学、防疫物资消耗量

比较大的情况下，4 月

15日上午，宝洲公司为

县二高捐赠了一箱口

罩、两箱 84 消毒水和

一箱免洗洗手液等防

疫物资。

在当前抗击疫情

的关键时期，爱心企业

宝洲公司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传递

正能量，体现了令人钦佩的社会责

任和热爱教育事业的炽热情怀。

（杨帅锋 陈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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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

农业增效和强村富民目标，

充分发挥各乡镇、各村的区

位优势、资源特点、产业特

色，着力打造“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有效促进了全

县特色产业发展，增加了农

民收入。

在肖旗乡解庄村陈海

庆的辣椒种植基地，趁着天

气晴好，陈海庆刚刚栽下了

今年第一批辣椒苗。陈海

庆过去是魔术团老板，从

2017 年开始回村搞辣椒种

植，几年来，随着种植技术

的成熟，他建立了自己的育

苗基地，成立了专业合作

社，还带动了其他村民，共

同发展订单农业。

肖旗乡负责人说：“肖旗

乡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

部署，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制定招商选资实施方案，

召开外出返乡人士座谈会，

外出考察辣椒、花生、红薯种

植及深加工项目，在全乡营

造强化招商选资，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的浓厚氛围。”

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

的花椒种植大户、致富带头

人李群武，今年又流转了60

余亩地，种植迷迭香，为了

更好地发挥致富带头人的

作用，李群武还专门成立了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股

权分红，不仅农户能够增

收，还能壮大村集体经济。

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花

椒种植大户李群武说：“使用

咱本村的贫困户有三四十个

人，每月一个人能拿一千多

块钱的工资，流转他们的土

地，这年年都有分红。”

蚂蚱生长周期短，投入成本小，养殖技术也不

难，很适合农民在家创业。闹店镇司庄村的曹灿超

和范倩枝夫妇，六年前开始养殖蚂蚱，如今已发展了

40个养殖大棚，每年能为夫妻俩带来50余万元的收

入。这两年，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他们一边通过网络

直播销售、宣传自己的产品，一边进行网上教学，向

本村及周边地区的群众传授养殖技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目前，我县初步形

成了一批“一乡一主业”的特色乡镇，如李庄乡花生

产业、赵庄镇文化产业、观音堂林站花椒产业、大营

镇汝瓷文化产业、石桥镇农产品加工业，其中，李庄

乡的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 2.1 万亩，年创产值 2000

余万元，观音堂林站仅花椒一项产业，年创产值

6000余万元。在“一村一品”的特色专业村建设方

面，全县有77个行政村，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

模和产业特色的专业村，其中花椒种植专业村5个，

辣椒种植专业村3个，以及红薯、食用菌、果树种植

等特色专业村。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下一步，我局将进一

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技术培训指导，完善市场

信息服务，强化品牌宣传等，培育一批有较强区域特

色、有明显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和特色村，形成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为推进‘乡村

强县’建设奠定基础。” （郭莎莎 陈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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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无人机拍摄的李庄乡李庄村田野景色。

日前，我县部分山村的桐树花绽放，花香四溢，在乡间民居的映

衬下，一幅幅田园美景映入眼帘。 何五昌 摄影报道

桐树花开桐树花开 花香四溢花香四溢 扮靓乡村扮靓乡村

疫散花开 大美宝丰产业兴

（上接一版）就着手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大抓党建，发挥

好“三个作用”，为建设魔术特色文化重点镇创造了条

件。一是抓服务。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在党群服务中心

一楼设立一站式大厅，实行全日制值班制度，保证服务中

心高效运行。在深化便民服务中全面提升基层党建水

平，在加强基层党建中深化便民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党的温暖和关怀。二是搞培训。大黄村共有59名党员，

大部分党员常年外出经商或打工。大黄村建成了我县最

大的农村党员培训基地，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了“党员教

育培训长廊”，对外来流动党员和外出经商演艺回乡党员

开展政策党建“培训服务”，利用二楼“党员活动室”，开展

“魔术演艺技术交流培训”、“图书市场管理经营培训”等。

三是强管理。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等制度，

确保组织活动常开展、信息通，并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和微信

平台等现代化手段，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各种

活动，让外出党员“离家不离党、流动不流失”。

思路一变天地宽。大黄村两委会一班人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中不断变换着思路，他们以土地流转、解放农村

劳动力为切入点，把传统魔术演艺巧妙地与中国制造和

商品销售相融合，拉长魔术文化产业链条，促进魔术文

化产业转型，打造“以演艺为抓手，不卖门票卖产品”的

新型营销模式，带领全村百姓共同致富。目前在大黄小

微企业园和文化产业园内的企业有近 300 家，拥有棉纺

化纤、小玩具制作、相框加工、篷布制作等大中型工厂十

余家，形成了图书、相框、日用品和床上用品四大市场，

制造和销售的产品达到几千种，年创经济收入 15 亿元，

辐射带动周边3.7万台面包车、2800台流动舞台车、全国

各地13万人就业。

“马书记对我们老年人非常尊重和关爱，10多年了，

逢年过节给我们发被子、棉衣、鸡蛋、牛奶等福利，现在县

里又要给老人发补贴了，这是对大黄村工作的关心和肯

定，非常感谢县委和县政府。”村上89岁的任马奎和86岁

的郭勉夫妇俩幸福地说。

马豹子表示，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该村充分利

用魔术文化的魅力，利用互联网+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大

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共同致富，打造

“繁荣、宜居、魅力、幸福、富裕、活力”的升级版美丽乡村，

让群众都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史军伟 文/图）


